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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底座龙凤呈祥熏炉

■ 粘在扉页上的“全国美术展览会”入场券

■《刃锋木刻集》封面

■ 粉彩《水仙花》瓶 ■ 高山石 ·悠然天地间

两千多年前，无数商队沿着丝

绸之路将中国的丝绸、锦缎、刺绣、

茶叶、漆器、瓷器、雕刻等艺术瑰宝

传播到了西方，让世界领略了中国

传统工艺之美，也将这些传统技艺

深深刻上了中国的印记。

如今，一座荟萃了中国当代优

秀工艺美术作品与非遗精品的专业

展馆——上海宝库匠心馆在中国第

一高楼上海中心大厦的38层亮

相。目前这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三

百余件作品，从南方民窑巨擘的龙

泉青瓷到北方瓷器典范的耀州瓷，

从细腻光泽的苏绣到色彩艳丽的蜀

绣，从海派风格的手工丝毯到充满

少数民族风情的西藏唐卡……涵盖

九大工艺门类：陶瓷类、石雕类、木

雕家具类、玻璃类、织物类、金属类、

工艺画类、漆器类、编织类。这些不

同门类的展品仿佛在叙述着各自的

历史渊源和发展轨迹。

工艺之美来自生活，材料、艺

术、生活，是工艺美术的不变主题。

工艺美术就是在实用器物上加入艺

术装饰，成为有功能、有审美的器

物，例如陶瓷艺术，原型就是具有特

定功能的陶瓷用具，所以工艺美术

通常具有双重性质：既是物质产品

又是精神产品。作为物质产品，工

艺美术作品的材质、工艺反映了一

定时代、一定社会的物质生产水

平。作为精神产品，工艺美术作品

的造型、色彩、装饰又体现了一定时

代的审美观。可以说，工艺美术是

不断融入人们生活的，如果一些品

类在发展中走向巅峰，主导了某个

时代、某个地域的审美导向，那么就

会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时至今日，地方性的文化越来

越被重视，许多传统工艺受到了保

护和扶持，因为它们的独特性，对于

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多元性、丰富性

都有着重要的贡献。然而，工艺美

术是一种活态文化，它们的传承既

需要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也需要

锐意开拓的创新精神，需要随着时

间的流逝不断传承与创新，而来自

消费者的需求则是促进传承与创新

最好的催化剂。据介绍，上海宝库

匠心博物馆将建立以博物馆为核心

进行引流的文化产业业态，吸引消

费者进行文化消费，进而促进工艺

美术和文化的活态传承。

◆ 叶柏风探宝上海宝库匠心馆

壬寅虎年，景德镇的

陶艺家们创制了一批以虎

为题材的瓷雕作品。其中

陶艺家孔祥希设计的《花

开虎贵》采用珠光釉制作，

流光溢彩，独具一格。这

件瓷雕高12厘米，长15厘

米，宽14厘米，胎质坚致

细腻，萌虎昂首挺胸，虎卉

一体，动静相宜，那丝丝缕

缕的珠光宝气仿佛折射出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极具喜感。

孔祥希就读于景德镇

陶瓷大学，师从黄焕义教

授，并得秦锡麟、邱含等中

国工艺美术大师的提携。

硕士毕业后，这位90后大

男孩留在景德镇创业寻

梦。得益于世界瓷都的开

阔视野和故乡上海海派生

活的丰富阅历，他对传统

陶艺进行了全新的审美演

绎。在他的陶艺作品语言

中，能看到对传统工艺的

熟练掌握，也能看到他对

现代城市、现代生活的眷

恋。他连续参加了四届上

海艺术博览会，在强手如

林的青年艺术家阵营里脱颖而出。

他的青花分水和青花釉里红创作

得心应手，多款青花瓷瓶的画片，浓淡

匀净，明暗互渗，巧拙相衬，用笔料色

颇有几分王步遗韵。他的瓷雕系列作

品《对话》受中国传统美学观念中“虚

实”观念的影响，从太湖石的“瘦皱透

漏”中汲取灵感，讲究造型中的虚实对

比、里外对比、明暗对比，试图通过对

立客体间的交流与转化，最终达到平

衡与和谐，表达了虚实相间、对立统一

的哲理。在第十一届中国陶瓷艺术大

赛上，他的系列作品《皇帝的新衣》荣

获银奖。《皇帝的新衣》包含“龙、凤、青

花”等三种形象，其中的经典梅瓶造型

表现柔美曲线，为梅瓶围起帷幕进行

更衣，半遮半掩间展现美丽曲线，帷幕

由简单色块和金线拼接而成，凸显出

传统中国风格的别样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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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除了喜欢读书，还喜欢看画，凡能到手的

画都喜欢看。我的收藏中有一本《中国画，油画

图录》，其中是1974年全国美术作品展的作

品。不过，与油画相比，我更喜欢看版画（木刻

画），因为画面有力，特别是套色木刻画。我收

藏了一本1974年出版的《西沙之战》，其中有五

幅套色木刻插图，非常漂亮。

改革开放后，能看到的外国画作越来越多，

但我还是喜欢看版画，比较有代表性的收藏是

《外国黑白木刻选集》和《麦绥莱勒木刻选集》，

这两本书都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不

过，要说最喜欢的藏书，还得是当年逛旧书店时

偶然觅得的一本《刃锋木刻集》。

《刃锋木刻集》，1947年4月初版，上海开明

书店印刷发行，收录汪刃锋抗日战争时期创作

的木刻作品三十幅。其中第二幅是三色套印，

画名是《陪都剪影》，附录有茅盾《看了汪刃锋的

作品展》、叶圣陶《刃锋的木刻与绘画》，最后是

《后记》。我手上的这本是1949年6月刊印的第

四版，价格0.4元。从第一版到第四版只用了两

年，可见当年人们对刃锋木刻的喜爱程度。

汪刃锋，安徽全椒人，原名汪亦伦，笔名刃

锋。他从1938年起从事木刻创作，当时正值抗

日战争全面爆发，他用木刻刀作武器，满腔热情

地投入到争取民族解放的事业中，创作出表现

抗战激情和人民艰辛的作品，振奋民族精神。

抗战胜利后，他的作品又直面社会现实，通

过对民众生存状态的刻画，揭示了特定历史时

期民族苦难的深刻内涵，表达人民呼吁和平与

民主，祈求社会进步的呼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深入新生活，体

验新时代，作品表现人民和平生活的喜悦与社

会建设的进程。1951年，他调入北京市文联工

作，1979年出席第四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

表大会，翌年调往北京画院工作，当选中国版画

家协会常务理事。因其取得的艺术成就被中国

美术家协会授予“中国新兴版画贡献奖”。

汪刃锋的作品，特别是早年的作品达到了

其一生艺术的高峰，其木刻刀法极具金石味，形

体非常有力度。这些作品充满良知、正义以及

人道主义的情感，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和时代

特点。他的艺术实践和人生境遇又是那个时代

众多艺术家生活的缩影。

《刃锋木刻集》多次再版，存世数量不少，我

收藏的这本封面勒口内有笔记，写明本书是一

位名叫张人瑞的人在1949年9月7日购得。相

信他也是一位木刻喜爱者，当年在上海大新公

司（即后来的上海第一百货商店）三楼，举办“全

国美术展览会”，他在展览会上购得此书。比较

特别的是，张人瑞还是个有心人，他把“入场券”

粘在扉页上，“入场券”中间有第一次文代会的

会标。据《当代上海大事记》介绍：“1949年9月

1日至15日，全国文代大会美术展览会的全部

作品在上海大新公司画廊展览，并召开了国画、

木刻、漫画、连环画、年画、绘画以及雕刻工作者

座谈会”。那年上海百废待兴，这场美术盛会让

人们看到了未来上海的希望。

◆ 王志成藏书 ·刃锋木刻集

根抱石，亦称“木包石”“树抱石”。它并不

限定某个树种，只要树根将石头包住生长，形成

根石同体的现象，都叫根抱石。根抱石形成的

原因是树木生长在泥土贫瘠的山中，树根不得

不紧贴岩石生长，最终将石块紧紧包住。

优秀的根艺家们可以凭借犀利的目光和睿

智的构思，巧借“根抱石”创作出新颖别致的作

品，例如：根抱石根雕茶几、女娲补天、愚公移山

等，这些作品通体盘根错节，形象奇特而又传

神，符合文人雅士的审美情趣。

这件根抱石 ·愚公移山是我多年前从城隍

庙觅得的，整件作品高23厘米，长33厘米，宽

22厘米，纹理清晰，如行云流水，非常漂亮。其

中的树根材质是黄花梨，所以尤为珍贵。

黄花梨，蝶形花科，黄檀属，豆科植物，其木

色金黄而温润，心材颜色较深呈红褐色或深褐

色，有犀角的质感。黄花梨的原产地是海南岛

吊罗山尖峰岭、海拔100米左右阳光充足的地

方，在邻国越南、缅甸，以及国内的广东、广西、

福建、云南、四川等地也有出产。因成材缓慢、

木质坚实、花纹漂亮，黄花梨与紫檀木、鸡翅木、

铁力木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名木。

黄花梨的木性极为稳定，不管寒暑都不变

形、不开裂、不弯曲，有一定韧性，是制作各种异

形家具的上佳材料。近年来因过度开采，黄花

梨资源已几近枯竭。

在根抱石作品中，愚公移山是比较常用的

创作题材，但在设计方面存在难点，“愚公”要么

手推石头，要么肩扛石头，有的索性背起石头。

而且，石头与愚公的大小比例很难匹配——石

头太小，似乎愚公在玩石；石头太大，对愚公来

说就像“泰山压顶”，给人一种失真感。这块根

抱石 ·愚公移山，石块与愚公配比较好，神态和

动态都很得体，愚公将石头抱得有力、抱得到

位。更难得的是，市面上常见的根抱石大多是

樟木、杜鹃根、崖柏、黄杨木、红豆杉等，其中黄

杨木和红豆杉已算是好材料，但出形好的很少，

黄花梨出形好的更是少之又少。

总的来看，这件根抱石作品无论雕工还是

材质，均属上乘，只可惜作品的体量不大。俗话

说：“无巧不成书”。多年前我在江阴路花鸟市

场觅得一块幽兰石，正好与这块根抱石相配，弥

补了这一缺陷。

幽兰石产于广西柳州地区鹿寨县幽兰村附

近的山溪中，石质细润，色泽典雅，以黑色、青灰

色为主色调，中间有白筋。我购得的幽兰石颜

色黝黑，高16厘米、上底直径20厘米、下底直径

30厘米，呈上小下大的圆台状。这两块奇石无

论从色彩、形体和意境上看都相当匹配，所以我

将它们组合在一起。

2011年这件由两块奇石组成的作品参加

了“第四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家具展览会暨红

木家具精品展”，荣获了“百慧杯”中国艺术家具

“匠心神工”精华大赛工艺品类创意金奖。

◆ 原 野根抱石 ·愚公移山


